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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象思维的实质不仅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 ，同时也是一 

个心理学问题。对此问题的争论已有许多年，但“形象思维” 

到底指何种心理活动至今尚未统一，在此提出笔者的几点看 

法，供探讨。 

一

、形象思维实质是想 象 

创造艺术典型的过程在文艺家的心理活动上称为形象 

思维。对形象思维的心理实质有一种较流行的说法：形象思 

维自始至终都不离开形象，但并没有一种与逻辑思维相平行 

或对立的形象思维。不管是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，都是认识 

的一种深化 ，是从现象到本质、从感性到理性的一种认识过 

程。形象思维的过程一方面是认识不断深入，由感性到理性 

的本质化过程，另一方面又是想象不断展开、丰富，使形象具 

有特色的个性化过程。两者同时进行 ，不可分割。而逻辑思 

维不仅作为基础，还在整个形象思维行程 中，或暗中或明处 

不断地起着指引、规范和制约的重要作用。 

既然形象思维本身可以由感性到理性地认识世界本质， 

那么为何还要以逻辑思维为其基础?既然逻辑思维指引、规 

范和制约形象思维的行程很重要，那么形象思维本身又如何 

完成“由感性到理性的本质化”呢? 
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既非平 

行 ，也非依存 ，二者之间仅存在共性。认为形象思维不是认 

识的表现，而是对客观世界的艺术 的然而却是本质的、理性 

的认 识 。 

别林斯基在《智慧的痛苦》(1840)中说：“诗歌就是同样的 

哲学 ，同样的思维 ，因为它具 有同样 的内容——绝对 真理 ，不 

过不是表现在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 中，而是 

在概念直接体现为形象的形式中。诗人用形象来思考，他不 

证 明真理 ，却显示真理。” 

他还在《(杰尔查文作品集)第一篇论文》(1843)中讲得更 

仔细：在诗中，想象是主要的活动力量，创造过程只有通过想 

象才能得到完成。 

从其论述中不难看出，形象思维就是想象，就是创造性 

地想象，其功能是“体现”、“再现”，即表达 、表现认识过程的 

结果 ，是“显示真理”而非“证明真理 ”。 

高尔基也说过 ：在求生的斗争中，自卫的本能在人身上 

发出了两种强大的创造力：认识和想象，认识——这是观察 、 

比较、研究 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事实的能力，简单地说：认识 

就是思维。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。但它主 

要是用形象的思维，是“艺术的”思维；可以说 ，想象——这是 

赋予大 自然的自发现象与事物 以人的特质、感觉 ，甚至还有 

意图的能力 。 

上述论述表明：想象就是形象思维；认识就是抽象思维。 

思维是一种认识能力，是观察、比较、研究 自然的自发现象和 

社会生活事实的能力 ；而想象(形象思维)则是另一种能力， 

它是赋于自然界的自发现象与事物以人的特质、感觉 、意图 

等的能力。两种能力截然不同；前者只能认识客观事物本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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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固有的东西；而后者却能赋予客观事物本身不具有的东 

西。 

关于形象思 维的功能 ，高 尔基说 ：艺术家 的形象 思维 ，以 

对现实生活的广博知识为依据。即以认识的结果为依据，把 

认识过程的结果——思想体现在形象中。 

先有认识 ，然后才有创造 ，先有 思想 ，形象思 维才有表 现 

的东西。思维的基本过程是在意识中进行 的分析和综合过 

程 。形象思维 在整个认 识过程结 果的基础 上 ，有意识地 分析 

综合 有关 的记 忆表象 ，形 成能表现文艺 家思想 感情 的创 造性 

的新表象 ，即典型形象。有意识地进行分析综合 ，这是抽象 

思维和形象思维(想象)的共有特点，但前者是认识过程，后 

者是 表现认识结果 的过 程。 

不管是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都必须遵循毛泽东 同志 

在<实践论》中指 出的人类认识的总规律：“通过实践而发现 

真理。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。从感性认识而 

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，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 

践 ，改变主观世 界和 客 观世 界。”在辩 证 唯物 论 的认 识 论 中， 

感性 认识和理性认 识虽然是两个相 对高低 的认识 阶段 ，但 在 

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之时，却不能称为理性认识；例 

如记 忆表象与感 知觉 比较 ，前 者反 映 的东西 比后 者深 广 ，但 

是 ，不 能把记忆 表象称为理性认 识 ，因为“概念 (认识 )在存 在 

中(在 直 接 的现象 中)揭露 本 质 (因果 律，同一、差别 等 

等 )—— 整个人类认识(全部科学 )的真 正的一般 进程就 是如 

此”。“认识是人对 自然 界 的反 映 。但 是 ，这 并不 是简 单 的 、 

直接的、完全的反映，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，即概念 、规律 

等的构成、形成过程 ，这些概念和规律等(思维 、科学 =逻辑 

观念)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界 

的普遍规律性。”简言之，“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，并从 

抽象的思维到实践，这就是认识真理，认识 客观实在的辩证 

途径。”不可须臾离开形象思维，并非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本质 

的途径 。所 以按 理性思维和抽象思 维就没有 所谓 “必须 遵循 

人类认识 的总规律”之可言 ! 

“形象思维，不是舍弃感性的具体的形象，而把那些最能 

体现事物和生活的本质特征、必然规律的独特的感性形象聚 

集起来，熔铸为生动的具有巨大概括意义 的形象和形象体 

系。这种用形象思维创造 出来的形象和形象体系，就是作 

家、艺术家实现了由感性认识阶段到理性认识阶段飞跃的理 

性认识。”众所周知，抽象思维凭借抽象概括的心理活动形成 

概念来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规律。 

本来“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，既是现象又是本 

质 ，既是瞬间又是关 系。”人们 只有通过 现象 和个别 才能认识 

本质和一般。 

在心理活 动能力 上 ，文 艺家 异 于众者 ，就在 于其形 象记 

忆和形象思维(想象，一种再现思想的能力)较强，并非他们 

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使用某种不同于众的特殊思维方法。 

文艺家根据其生活中观察、比较 、研究形成的主题思想和审 

美兴趣，借助于两种信号系统的协同动作，通过想象选择早 

已储存于记忆 中的最有表 现 能力 的表象 ，加 以分析 综合 ，产 

生典型的艺术形象 ，寓其思想感情于此形象 中，这就是高尔 

基讲 的“从二 十个 到 五 十个 ，以 至从 几 百 个小 店 铺 老板 、官 

吏、工人中每个人身上，把他们最有代表性 的阶级特点 ，习 

惯 、嗜好、姿势、信仰和吐谈等等抽取出来 ，再把他们综合在 

一 个小店铺老板 、官吏、工人的身上。” 

上述分析表明，形象思维就是想象，其功能是把无形体 

的概念、思想表现于生动、感情、美丽形象 的过程，它不是证 

明真理 ，而是 显 示 真理 。它 只 有表 现 (显示 )得 正 确 与否 之 

分 ，深刻与肤 浅 之别 ，而没 有所 谓 “理 性”和 “感 性 ”的 阶 段。 

那个所谓“不是 对认识 的表 现 ，而是对 客 观世 界的 艺术 的然 

而却是本质的、理性的认识”的形象思想，不过是“乌有”、“子 

虚”之属 。 

思维凭借概念及其体系说明、掌握世界，想象则凭借典 

型的艺术形象来说明、掌握世界，从说 明世界这点看，称想象 

为形象思维是恰 当。 

二 、形象思维不是想象加思维 

《形象思 维散 论》中写道 ：“想 象 只是 形象 思维 的 一个 组 

成部分 ，把形象思维说 成是想象 ，是不符 合创作 的实 际的 ，是 

不能说 明形象思 维 的问题 的 ，”“在形 象思 维 中 ，思 维 起主 导 

作 用 ，想象活动总是 受思维 活动 的控 制 ，而思 维 活动 则是 以 

想象为基础，在想象所提供的形象世界中展开思维。” 

其论据之一：“先看创作材料的形成。来 自社会生活 的 

创作材料，是通过想象再现在作家脑海里的。想象中的感性 

材料，并不能保存生活现象原来的样子，而是经过思维的分 

解 和选择 ，只保 留了生活现象 的最重要 的特征 和细节 。有些 

感性材料，已是经过思维的加工 ，与某种思想概念结合，孕育 

在一起，是潜伏在记忆中的创作的种子。”《散论》于此讲 的是 

表现和思维的关系 ，它 混淆 了表象 和想 象 ，用“想 象”一 词代 

表属于表象的事，文不对题，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论题。 

表象与思维的关系，不等于想象与思维的关系。 

其证据之二 ：“再看创作 中一个 矛盾 的处理 ，高尔 基 曾经 

谈到过，作家创造形象的工作要 比学者与专家们 的理论工作 

困难。他说 ：‘动物学 者在研究羊 的场合 ，没有 把 自己再现 为 

羊的必要，但文学者在指定吝啬汉 的时候，便不可不以自己 

为吝啬汉，在描写贪欲的时候，又不可不将 自己想为贪欲 

汉。’这精辟地指出了形象思维的想象特点。”证据也值得商 

榷。高尔基这段话讲的正是作为创作典型形象的想象 ，并非 

“形象思维的一个组织部分的”想象。 

其证据之三：“最后 ，看看创作的过程。在创作想象中， 

各式各样的形象 ，纷至沓来，活灵活现，不断运动。同时，作 

家对想象中的形象，思索着、评价着 、鉴别着、挑选着。思维 

与想象是结合着 活动 。有些 形象 一 闪而 过 ，被思 维淘 汰 ，有 

的形象凝结集中起来，被思维选中，形象孕育着主题思想 ，主 

题思想又催动想象，更新想象。”在创作过程中，评价 、鉴别、 

选择 的“标准”就是 主题思 想。文 艺家 通 过观察 、比较 、研 究 

(即通过思维)社会生活，接受生活“暗示”，形成主题思想，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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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明对社会生活 的某 一特 定领 域 的现象有 了一 定理 解 和理 

性认识。有此理解之后 ，对有关现象就能不再思维都能很好 

感知，并且形成的表象也甚鲜明；表象越鲜明，理解就越深 

刻 ，表象与概念相互促进。在创作中，记忆的各种表象都活 

跃起来 ；想 象根据主 题要 求来 评价 、鉴别 、挑 选表 象 ，分 析综 

合 ，以期正确、深刻 、合乎美学地体现出主题思想。只有在作 

者遇到他还不甚 了了的环节上，思维又才出来“干预”，等思 

维得 出一定结果 (思想 )之后 ，思维 过程 就 终止 了 ，想象 又开 

始活动，力求体现此结果。《散论》认定思维之评价 、鉴别 、挑 

选形象于前 ，主题思想孕育在后，颠倒事情的首尾，混淆了思 

维和思想 的作用 。 

在创作心理 活动 上 ，想 象 过程 是 和思维 过程 的结 果 (思 

想)发生联系，它用形象来体现此结果(思想)；而不是它和思 

维过程本身直接相连构成一个新的心理过程——形象思维。 

想象和思维是两个不同质的心理过程，由于大脑皮层活动的 

优势法则。在同一瞬间内，只能出现想象或思维 ，所以把想象 

和思维加在一起 ，说成是形象思维不妥当。 

三 、“伴有 形象的 具体概 念”不 是 形象 思维 “活动 的基 本 

单位” 

有位心理学工作者在一篇题为《形象思维之我见》的文 

章中说：“形象思维的实质是思维活动始 终有形象相伴随。” 

“形象对于形象思维说来，是必要条件，但并不是充分条件； 

而只有那些引趣了事物形象的各种具体概念才是形象思维 

必要充分的条件。”“形象思维是以伴有形象的具体概念为其 

活动的单位。”其依据思维活动的基本单位是概念，形象思维 

既然是思维，那么其活动的基本单位 当然也是概念 ，所不同 

于抽象思维的只是能够引起相应形象同时出现的具体概念。 

上述论点不妥当。表象不可能和具体概念同时 出现于 

意识中。各种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是相互联系构成活 

动的整体 ；但在同一瞬间内，在意识中只能出现表象或概念 

(即或是具体概念)，二者不可得兼。因为大脑皮质的活动服 

从于优势法则，这是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 理规律。 

“具体概念”不论其多么“具体”毕竟它是概念，是抽象的，不 

是感性 、形象的；要由它来在意识中“引起”相应的形象，则需 

要相应的一定的表象过程和想象；否则不行。没有表象过程 

和想象，以“具体概念”为单位的思维活动，仍然是抽象思维 ， 

如果以记忆表象为活动单位，在整个心理活动 中分析、综合 

此表象 ，并形 成新 的表 象 。这 已经 是创 造 性 的想象 了 。一 但 

表象过程在意识中出现。思维立即停止。《形象思维之我见》 

一 方面说形象对于形象思维并非充分条件，具体概念才是形 

象思维必要而充分的条件，同时又说没有人的想象活动，形 

象思维是无法进行的，形象思维是一刻也离不开想象的。”这 

岂不矛盾吗 ? 

文艺家创作文学作品需要想象；读者也要想象才能欣赏 

文艺作品。“只有当读者像亲眼看到文学家向他表明的一 

切，当文学家使读者也能根据自己个人的经验，根据读者 自 

己的印象和知识的累积来想象——补充，增加——文学家所 

提供的画面、形象、姿态、性格的时候，文学家的作品才能对 

读者发生 或多或少的强烈作 用。” 

“水光潋滟晴万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俗把西湖比西子， 
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这是一首吟咏西湖的著名诗篇。“水光”、 

“潋滟”、“山色”、“空蒙”、“西子”等等，应该算是很“具体的概 

念”了；但 是 ，我们 不进行 想 象 ，能在 意识 中引 起形 象吗 ?不 

进行想象，要想领略、体味这首诗的美就不可能。欲进行想 

象，而又没有看过西施的人，没有读过有关西施的美的书面 

材料的人，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汝浓抹总相宜”二句，在他说 

来 ，无论如何也形 不成 形象 (表 象)，在 意识 里仍 然 只是一 连 

串的“具体概念”。 

《形象思维之我见》的作者还认为，关于形象思维的以 

“具体概念”为基本单位之说在别林斯基那里就有了，他认为 

别林斯基讲的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的基础的观念是不是具 

体?就是说，它是不是真实?是不是充分与自己相符合?是 

不是能够充分表达自己，因为只有具体的观念才能够体现在 

具体的诗意形象中。诗歌是高于形象的思维 ⋯⋯”。这段话 

中的“具体的观念”就是我们所说的具体概念的意思。这段 

话充分说明了形象思维是离不开具体概念的。笔者认为这 

样讲思维不妥当。别林斯基讲的“观念是不是具体”就是说 

观念是否充分与自己相符合。是否能充分表达 自己。在此讲 

的“观 念”、“思维 ”还是 客观 唯 心 主义 的东 西 ，是 “自我 思维 

着”的观念、思维；而非我们今天的所讲作为，如脑的机能，客 

观现实的反映的概念。观念和思维。别林斯基于此所讲 的具 

体观念是观念从 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的一种形式。即观 

念自身具体化了的观念。与我们今天讲的“具体概念”相距何 

止十万八 千里 !别林斯基 的话 怎能说明 “形 象思维离 不开具 

体概念”呢?不能。它至多只能说 明文艺作品是用形象来体 

现思想。 

用来体现思想的艺术形象是文艺家在心理活动中把记 

忆表象加以选择、分析、综合形成的新的创造性表象。是众所 

周知的想象，不是什么“具体概念”活动的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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